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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贡山县丙中洛乡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北端&境内山高谷深&民族众多&居住

着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 0种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123以上4当地各族群众主要

信仰原始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和藏传佛教%喇嘛教,4是典型的边疆#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地区4本文拟

以此为个案&初步探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宗教和外来宗教从冲突到并存至

相互交融&共同推动社会文化变迁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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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丙中洛原始宗教概况

贡山县丙中洛乡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北端&北靠西藏&东依迪庆&西经独龙江至缅甸4下
辖丙中洛#甲生#秋那桶#双拉等村公所&总人口有 ’+2*人4乡政府驻地距贡山县城茨开有 ’)公里4境

内山高谷深&民族众多&居住着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 0种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123以上4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传统宗教%原始宗教,#藏传佛教#外来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从冲突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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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至相互融合!共同推动社会文化的变迁"
怒江北部地区包括今丙中洛在内的古老居民是怒族"#元方舆胜览$金齿诸路$潞江%曰&怒江’俗

名潞江!出潞蛮"(潞蛮即今天的怒族"’怒江江边!古宗人的居地!达到菖蒲桶和打拉!再南到捧大)永拉

干)茨 开)普 拉 底 各 地!土 族 则 另 是 一 种 怒 子 民 族"**人 数 实 在 不 多"怒 子 因 住 居 这 段 怒 江 而 得

名("+,-

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

种 反 映 中!人 间 的 力 量 采 取 了 超 人 间 的 力 量 的 形 式"在 历 史 的 时 期!首 先 是 自 然 力 量 获 得 了 这 种 反

映"(+.-丙中洛地区地处偏隅!同所有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一样!自然鬼神崇拜为主的原始宗

教是丙中洛群众最初的信仰"他们崇拜自然万物有灵!举凡风)雨)日)月)星)辰)山)林)树)岩等都成为

崇拜的对象!分为随时给人们制造疾病的鬼灵和随时保佑人畜兴旺和吉祥的神灵两类"鬼灵有山鬼)水
鬼)路鬼等 ,/多种0神灵有山神)树神)猎神)水神)庄稼神等 ,/多种!还有统管各种鬼灵的神’恰不拉("
凡遇到各种疾病!就认为是鬼灵作祟!进行祭祀活动以祈求鬼灵饶恕"往往在逢年过节)开荒种地!或上

山打猎时都要给予祭奠!并有固定的祭祀仪式!仪式主要由祭师即巫师’南木沙(来完成"主要的祭祀活

动有’汝为(即祭谷神!’夸白(!即祭雨神!’亚拉整(即喊灵魂或祭幽魂"巫师在祭祀前都要进行卜卦!主
要卜卦的种类有手卦)猪卦)鸡卦)竹签卦)酒卦)鸡蛋卦)水卦)刀卦)绵纸卦等"根据所求内容采用不同

的卜卦形式!卜卦的结果不同!祭祀的时间)地点和祭品也不一样"每次祭神祭鬼都大量杀牲!而且每一

种祭祀都有一篇代代相传的优美祭文!集中表述他们的宗教观念"+1-

长期以来!’不善耕稼!他们的农事粗放极了"一切生活简单!什么都不考究!都不需要!居处近山!自
也见猎心喜"(+,-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把自然力量看成是有意志的东西并加以人格化!对其祈求膜拜!
在唱着一曲曲娱神的赞歌的同时!也在原始宗教的彼岸之神那里寻找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获得的满足和

慰籍!直至 ,2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此地才打破了原始宗教一统天下的格局"
二 )藏传佛教的传入以及与原始宗教的冲突

大约距今 .//年前后!喇嘛杜功建带着一个随从!从四川省的德格喇嘛寺取道昌都!经维西辗转来

到贡山丙中洛向当地怒族群众传教"’当时!怒族群众只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不懂什么叫喇嘛!不
肯入教!并进行了反抗斗争"(+3-传说有一天!当地群众 1/多人包围杜住的草棚!要把他驱除出村"但不

知杜使了什么法术!使前来围他的人像钉子钉住似的动弹不得"第二年!人们又组织了一次反教斗争"钟
焦)钟得)甲生等三个怒族村子的一百多个农民!拿上大刀)长矛和弩弓来围杜功建"杜坐在山坡上!只见

他往身边的芋头堆呼口气!芋头就从坡上滚向人群!砸伤了十几个人"人们又惊又怕!终于慑服了!表示

愿意入他的教"从此喇嘛教就在丙中洛传播开来"透过传说中扑朔迷离的迷雾!我们就可看出藏传佛教

传入丙中洛后与原始宗教发生过不少的冲突并逐步站稳脚跟)打破此地原始宗教一统天下的历史真实"
杜功建在丙中洛传教 4年后!接替他的是同样来自四川德格喇嘛寺的松娄喇嘛"松娄在丙中洛盖了

一幢土木结构的小喇嘛寺"松娄治寺 .2年间!’从德钦)中甸)西藏等地陆续搬来了 43家藏民!在寺庙周

围居住"(+5-维西厅还派 ,.户那马人6白族支系7迁徙到此’安家落户!替寺庙开田引水种水稻("+3-据载!
丙中洛第四任治寺喇嘛是兰雀治格!他在 ,421年建成了普化寺!分三层楼房!雕梁画柱!内有泥塑佛像

及彩色壁画!显得金碧辉煌"寺产有马牛各一百!绵羊千只!水田 ,3/亩!收租税共收粮食 ,,万斤左右"
这是丙中洛喇嘛寺6或藏传佛教7的昌盛时期!但与原始宗教的矛盾和冲突仍然存在"最大的一次是兰雀

治格病倒而怪罪于巫师!把丙中洛境内的 8个巫师全部召来!逼他们限期医好"巫师作法不灵!除昆楚逃

走外!其余 2人被处死"这是丙中洛喇嘛寺或藏传佛教鼎盛时期与原始宗教的一次大冲突"表面看!8个

巫师 2死一逃!普化寺暂时占了上峰!实际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真正得了实惠的是维西厅"昆楚

逃到维西厅告状!普化寺也派了人前去打官司!结果普化寺输了!把寺内仅有的两竹筒金输给维西厅一

筒!维西厅由此加强了对丙中洛地区的政治)司法和经济控制"以后!在这一次冲突中斗得两败俱伤的原

始宗教和藏传佛教相互间都没有能力作更多的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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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雀治格治寺 !"年死后#内部几任喇嘛管理不力#外部官$兵$匪和天主教等侵扰不断#藏传佛教自

始至终都未能取得在丙中洛的主导地位%
三 $天主教对原始宗教和藏传佛教的冲击

地处滇西北的贡山与毗邻川藏的维西$德钦#同属天主教会的西藏教区%&’()年#西藏教区正式成

立%&’)&年#*北京条约+一经签定#天主教会立即开列西藏教区七名传教士的名单#要求颁发护照#准许

入藏%,)-受到全藏僧民的强烈反对#传教士被迫由昌都退到巴塘#沿金沙江而下#经盐井进入滇西北#于
同治末年先后在维西$德钦等地建立教堂#并成立西藏教区云南总铎区%但是#天主教在此地的形势也不

容乐观%.查顾司铎任司铎在阿墩子设立教堂十余年#并无居民从教%其左右伺应供仪者#仅川民数名%
该处蛮夷人等#大都格格不相入者%/,"-由于维西$德钦等地为藏族聚居地#其民多信奉喇嘛教#正因同族

同教的缘故#深受西藏三大寺的影响#两地历来的政治斗争也彼呼此应#并且是寺院的喇嘛起着领导的

作用%贡山的情况也如此#信奉喇嘛教的多为搬迁来此的 "(户藏民的后裔及其随后搬来的藏族#他们对

喇嘛教的信奉是根深蒂固的%而且经过多年的经营#喇嘛教对当地其他民族的群众已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因此#相对于一个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西方宗教#传自维西$德钦等地的藏传佛教就更容易产

生认同感#因而藏传佛教与天主教的冲突就要比以往的藏传佛教与原始宗教之间的冲突激烈得多%.天
主教的传入侵犯了当地喇嘛教的利益#而且天主教还阻止入教的教友向喇嘛寺纳贡缴税#这样就引起了

当地喇嘛寺的不满#也遭到了群众的反对%/,’-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贡山传播天主教的任安守的传教道

路就注定布满荆棘#在短短 &0余年时间里就经历了三次冲突%
光绪十八年1公元 &’2!年3#西藏察瓦龙喇嘛寺的僧侣和各族群众把任安守赶出了察瓦龙%任逃到

贡山丙中洛的青那桶#想在此立足传教#受到此地喇嘛寺僧侣和藏族$怒族群众的阻击#在逃跑途中#任
的同伴在过溜时被埋伏群众用火药枪击毙掉进江里#任连夜趁黑翻越碧罗雪山#逃回德钦的茨菇教堂%
任的首次贡山之行就这样狼狈结束#也使他在以后的传教过程中必要时就诉诸武力了%

&200年#任安守再次到贡山白汉洛村准备买地建教堂#遭到菖蒲桶地方土目喃良辅的反对#并率领

居民 4(人执械驱赶%白汉洛教堂建好之后#当地群众的仇教情绪更高%次年#喃良辅又率领群众不卖粮

食给教堂%西藏的贡格喇嘛派遣几百人的藏民武装#从察瓦龙进入丙中洛讨伐和驱逐任安守#得到丙中

洛群众和喇嘛寺僧侣的响应%,’-但任安守早有准备#用洋枪对付僧民的弓箭和长刀#亲自用枪射伤了一

个藏民%僧民死者甚众#反.洋教/斗争失败%任更加意识到军事力量在传教中的重要性%&20!年#任请

求丽江府派官兵一哨1’0人3开往白汉洛保护传教%
有了清兵的保护#任安守便有恃无恐地禁止当地各族群众信奉喇嘛教#不准请喇嘛打鼓念经#还规

定教徒与非教徒不准通婚#引起群众的反感%&20(年#德钦$盐井$中甸和巴塘等地爆发轰轰烈烈的反洋

教斗争%同年#任安守又想在丙中洛中丁村修建教堂#既遭到普化寺喇嘛的强烈反对#同时也因为强派民

工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普化寺的管事马5库乐应民所请#对任下了 6道驱逐令#任置之不理%旧历七月

十五日#库乐指挥 !00余人分两路包围白汉洛教堂%驻兵哨官杨玉林知道后#引军撤到腊早%白汉洛教

堂被烧毁%任只身逃到腊早#雇当地商人段廷瑞到维西厅#抗议廷守李学诗治民不力#并要其下令杨率兵

攻打丙中洛%随后#任又到昆明#通过驻昆明法国领事馆向云贵总督锡良提出抗议#要求赔偿白银 60万

两#并镇压起义群众%云贵总督令丽江府查办#知府委派师爷夏瑚为阿墩子弹压委员#将维西厅李学诗斩

首#又将哨官杨撤职#并悬赏白银千两攻打丙中洛%清政府采取.加官赏银/的办法#封任为三品道台#赔
偿白银 &(万两#其中由贡山县负责赔偿 6000两%同时#在段廷瑞的率领下#清兵攻入丙中洛#抓捕起义

首领 2人#杀维西$德钦等地喇嘛二三十人#并将喇嘛寺在中丁$才当$茶腊$彭当$青那桶$永拉干等地的

田产转赔给天主堂%此后#任安守用赔偿银重修了白汉洛教堂#又先后在中丁$青那桶$茶腊$彭当等地修

建了教堂%,2-至此#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奴才满清政府作后盾的任安守终于在丙中洛站稳了脚跟%
通过这次大冲突后#天主教与藏传佛教在丙中洛的势力已明显的彼消此长%&2!4年#天主教信徒

)00多户$&0&)人#教堂 )所#神甫 "人#并属西康教区管理%,6-但教案过后.民怨尚存#畛域巨深/#,&0-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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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作仍然难以开展!到 "#世纪 $#年代%&可惜各大教堂%业已开办 $#年%至今教友只十余人%老司铎

’任安守(谈到此处%也不禁喟然)*+,,-相反地%白汉洛教案对丙中洛的藏传佛教无疑是致命一击%使当地

残剩的僧民&所留之租不敷养赡%所指之寺不敷栖止%存款罄尽%无力经营%种种苦情%真有束手待毙之

势*%+,"-无力他顾%与天主教包括后来传入的基督教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
四 .基督教在丙中洛局部地区的传播

把基督教首先传入贡山的是美籍牧师莫尔斯夫妇!据独龙族第一个基督教牧师伊里亚回忆%莫尔斯

先是在四川的巴塘一带传教%因当地藏族普遍信奉喇嘛教%发生了喇嘛教与基督教的矛盾和冲突!莫尔

斯夫妇被迫逃离巴塘%经维西.白汉洛逃到缅甸!几年后’具体时间不详%大约在 "#世纪 $#年代(%莫尔

斯在维西县传教不顺的情况下%再次来到贡山%首先在腊早附近的普格勒村建教堂%并以此为据点%东连

维西%南向福贡扩展%北上传到月谷.丹珠.丹当%各地信教人数猛增!后来%莫尔斯派到维西培训过的沙

木义到丙中洛的双拉.比毕里一带传教%基督教就在丙中洛下段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群众中传播开

来!但是%丙中洛的藏族信奉藏传佛教%怒族已有一部分群众入了天主教%特别是丙中洛中上片以及靠近

中甸和维西一带均有天主教捷足先登%建立了天主教堂%成为其势力范围%所以%基督教在丙中洛一直没

有形成大气候!
五.多种宗教的并存与融合

基督教和天主教能够在怒江地区广泛传播的原因%前人已作过论述!从贡山各族群众一开始接受天

主教的情况看%首先是原始宗教的落后和愚昧给了外来的相对文明的宗教以可乘之机!尽管与当地生产

力水平相适应的鬼神崇拜在群众的思想意识里有根深蒂固的一面%但&丧则弃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贷刻

木为契%负约则延巫祝!失物%令巫人卜之*%+,$-的鬼神崇拜尚处于原始的层次%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系

统%显然缺少顽强的传统力量!特别是没有本民族文字%仅仅依靠口头的传说来传承自己的文化%限制了

其稳定性和向广阔的深层发展的可能!怒江长期与外界隔绝%钳制了其文化随着外部世界的发展而实现

飞跃%从而使原始宗教在历经千年的演绎而趋于完善的外来宗教的冲突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二是天主教

和基督教传教士适宜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的传教手段!如%约在一百多年前%贡山迪麻洛白汉村的一队怒

族夫妇生了六七个孩子都夭折了%村里的&南木沙*扬言是其施的巫术%夫妇二人杀了这个巫师逃到德钦

的茨宗村被任安守收留%就入了教%后生了 $个孩子都养活了%这夫妇就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任还给男的

取了个教名叫若杜!若杜是丙中洛地区第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后来若杜把任安守带到贡山迪麻洛传

教!任用看病给药等手段获得了群众的好感%迪麻洛的许多群众都信了天主教!+,/-三%天主教在丙中洛

能够后来居上%还与其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致!但因此地民族众多%各民族的

生产力水平和文化背景不同%相对地宗教信仰也不同%就出现了原始宗教.藏传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相

互并存的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四种宗教由冲突到并存%进而到交融%对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政治方面’在 ,01#年以前(出现了多种政治势力!&中维两厅%邻近西藏%崇奉佛教%浃髓沦肌%怒江

既无官长%复无土弁%故民人尤为喇嘛是信是依!22故大喇嘛从前系兼土司%所以数百年来%相安无

事!*+,"-当时清政府尚未在贡山设治%喇嘛寺就成了当地的最高统治结构!松娄’喇嘛(把丙中洛的土地

占为喇嘛寺所有%还规定%凡居住在贡山境内’除独龙江地区(的居民都要向喇嘛寺交纳贡税!"#世纪初

天主教传入丙中洛地区%传教士除自己佩带枪支外%还有清兵作后盾%在地方干涉诉讼%盘剥群众%每一

教 堂俨然就是一&官署*!再加设治前丽江府的&遥领*和设治后菖蒲桶设治局的统治%这样%在丙中洛

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政治的.宗教的%地方的.中央的%各派势力盘根错节%彼此争雄%群众深受其苦!
宗教信仰方面%从单一的原始宗教发展到四教即本地宗教.外来宗教%落后宗教和相对文明的宗教

同时并存!据调查%"###年%藏传佛教信徒有 ,$40人%天主教有 1,1人%基督教有 "#1人5藏传佛教有喇

嘛寺 ,所%天主教堂 $所%基督教堂 $所5藏传佛教有喇嘛 "/人%天主教有神甫 $人%基督教有 "人!同

时同地%喇嘛寺钟声阵阵%天主堂唱经悠扬5你布你的道%我拜我的佛!丙中洛成为多种宗教文化的一个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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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结构方面!从普化寺所在的喇嘛寺村的变迁历史来看!原来名叫"那马重#$意思是那马人的村

寨%!原因是最先的居民是从维西搬迁来的为普化寺种植稻谷的那马人!现已发展成藏&独龙&怒&汉和傈

僳 等众多民族杂居的寨子’(现在!丙中洛怒族人口有 )*+,人!傈僳族 -*).人!藏族 //+人!独龙族

-0+人’在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丙中洛成为不同信仰的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民族

大家庭’
经济方面!藏传佛教&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丙中洛的对外交往!促进了经济

文化的发展’兰雀治格死后!代理喇嘛执寺的徐姓执寺是德钦华翁坪斗古茨林土司的儿子!为了与其父

一起搞长途贩运!修通了华坪翁到伊梨区陇治的人马驿道!把德钦的铁锅&铁三角&布匹及针线等日用品

由人背马驮!源源不断地运到丙中洛&察瓦龙一带’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1,2天主教传教士安德勒

修通了德钦到白汉洛的人马驿道!以及从白汉洛到德钦龙志村!白汉洛到维西岩瓦的人马驿道’这些如

今仍然是两地群众相互往来的交通要道’藏传佛教传入丙中洛后!搬迁到此的那马人带来稻种及精耕细

作的种植技术’传教士在丙中洛传播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同时!把板栗&葡萄和苹果等首次引种到此地!扩
大了当地的农作物品种!至今深受其惠!使丙中洛成为怒江地区有名的稻谷基地和水果基地’

文化生活方面!多种宗教的传入给丙中洛各族群众打开了一个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画面!丰富了

群众的文化生活’藏传佛教带来了佛学知识以及融藏族民间舞蹈&民歌&说唱表演和宗教仪式为一体的

喇嘛舞等’天主教和基督教除了教唱3圣经4&3赞美诗4等外!创制傈僳族文字传播教义!并派人到维西等

地培训!培养了此地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第一代知识分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白汉洛教案后!各种

宗教在丙中洛基本上相安无事!在群众日常生活中就出现了相互融合的现象’如有的男女青年在传统节

日鲜花节到仙女洞互定终身!又到教堂由神父主持婚仪’丧仪上!有的既请喇嘛念经!又请神父祷告’虽

然!对宗教的信仰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家族性!但父子&夫妻之间不会强行要求对方改变信仰’由此!一个

人一生所经历的婚丧嫁娶就有可能包含各种宗教内容和仪式!因而!丙中洛地区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就

更加独特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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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滇西北贡山县丙中洛乡中学生宗教信仰情况的调查,分析当前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针时民族地区浓厚的宗教氛围

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所产生不利的影响,提出对青少年加强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科普知识等教育策略,并正确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教育相适应.

2.期刊论文 马殿立.Ma Dianli 怒族婚姻家庭形式的变迁——以贡山县丙中洛乡为例 -保山师专学报

2007,26(3)
    怒族婚姻家庭形式的变迁是怒族人民经济文化生活进步的一部分.试图用过去与现在作对比,研究当代怒族的婚姻家庭形式与过去相比发生哪

些变化,说明怒族社会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进步,并对当前婚姻家庭中存在的问题作初步的分析.

3.期刊论文 张跃.刘娴贤.Zhang Yue.Liu Xianxian 论怒族传统民居的文化意义——对贡山县丙中洛乡和福

贡县匹河乡怒族村寨的田野考察 -民族研究2007,""(3)
    木楞房和木板房是怒族居住文化的主要部分,其文化特质表现为人们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需要;其传承动因来自其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教

育功能、建造技术以及居住的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探究怒族民居的文化意义,对保护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

义.

4.期刊论文 吴成立 三江并流地区族群文化和谐存合的人类学考察——丙中洛乡的个案研究 -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学报2010,31(1)
    丙中洛乡位于三江并流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居住着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多个族群.当地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特征,不但存

在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原始宗教和谐共处的现象,还具有独特的生活方武.本文通过对多个族群、多元族群文化的人类学的分析,探寻

存在多元文化共同存合状态的社会机制,认为三江并流地区多个族群、多元文化共存合的状态是与各族群持有多元发展、自由兼容的文化态度是

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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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位论文 舒丽丽 查腊怒族社会中的多元宗教文化研究 2007
    宗教作为一种反映内隐于人们心灵深处和外化于行为举止乃至物质形态的社会意识，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民众的同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宗教通过与民族在文化层面上的结合，呈现出鲜明的乡土化、民间化、多元化特征。宗教与文化、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怒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的怒江和澜沧江两岸，其余则散居于云南省迪

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和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云南省贡山县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贡山县丙中洛乡查腊自然村是一个以怒族

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在这一村寨中，既有民间信仰、藏传佛教信仰，又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天主教、基督教信仰体系。其多元的宗教信仰

体系突出地表现在：一村之中多种宗教并存；一家之中有多种宗教信仰；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并更改其宗教信仰。宗教文化主要指的是人们在精神

信仰基础上围绕宗教及其相关事项而产生的一系列文化行为及活动。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构成了查腊村多元的宗教文化现象。多元的宗教文化改

变了这一社区的信仰状况，并影响着他们同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多种宗教信仰长期并存，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和睦并存的历史过程。而这一历史

过程更是突出地展现了外来宗教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相尊相容性”。本文通过对多元宗教文化进入查腊怒族社会历史过程的追溯

，针对多元宗教文化与查腊怒族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探讨，分析现在查腊怒族社会呈现出多元宗教文化包容性并存、“相尊相容”特性的原

因，总结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多元宗教文化已经被整合、嵌入整个怒族民族文化体系之中，并成为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多元宗

教文化的影响也贯穿于整个查腊怒族社会的运行机制中。怒族社会的和谐构建，离不开多元宗教文化的背景和视角。

    查腊怒族社会中的多元宗教文化呈现出的包容性并存、相尊相容特性对于素有我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王国”之称的云南省来说，不但具有

典型性更具有普遍意义。由点及面，对查腊怒族社会中的多元宗教文化进行研究一方面能够为学理上的宗教多元论、宗教文化论、各宗教间的对

话与和平提供实证经验支撑；另一方面能为我国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提供新的案例，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新方法，为少数

民族边疆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思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服务。

6.期刊论文 和正军 云南省贡山县发现棕尾虹雉 -动物学研究2001,22(5)
    2001年2月15日，云南省怒江傈傈族自治州贡山县丙中洛乡青那桶村农民在其居住地的后山，即怒山北段西坡

7.期刊论文 何国强.周云水.魏乐平.温士贤.HE Guo-qiang.ZHOU Yun-shui.WEI Le-ping.WEN Shi-xian 贡山

独龙族怒族体质特征研究 -黔南民族医专学报2009,22(1)
    目的:探讨云南省贡山县的独龙族与怒族人群体质特征.方法:采用随机抽样原则对云南省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的巴坡村独

龙族(男女各60人)和丙中洛乡的秋那桶村怒族(男女各60人)进行了体质测量和头面部特征观察与记录.结果:贡山县独龙族与怒族(阿龙支)头顶面

观中头型稍圆,前面观中而宽,面窄长,眼裂中等偏窄,鼻狭长,薄唇无蒙古褶居多;独龙族较怒族身高略矮.结论:独龙族和怒族均具有西南人群蒙古

人种的一般体质特征.根据体质测量数据,这两个民族具有一定的同源性.

8.期刊论文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理局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理局概况 -动物学研

究2006,27(5)
    贡山县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理位置东经98°04'-98°54'、北纬27°31'-28°24'之间.保护区东面与贡山县的茨开、捧打、丙中

洛乡相连,西至独龙江与缅甸接壤,北与西藏接壤,南与福贡县毗邻.东西宽44 km,南北长约96 km2.保护区面积24.3万hm2,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

55.6%,是整个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的2/3,为目前云南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9.期刊论文 罗东梅.郑连斌.陆舜华.许渤松.LUO Dong-mei.ZHENG Lian-bin.LU Shun-hua.XU Bo-song 怒族

成人Heath-Carter法体型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27(4)
    运用Heath-Carter人体测量体型方法对云南省怒江州的贡山县丙中洛乡和福贡县匹河乡怒族成年人317例(男为183例,女为134例)进行了体型

评定.结果表明:(1)怒族成人平均体型男性为均衡的中胚层体型(2.1-4.9-2.6),女性为内胚层-中胚层均衡体型(4.3-4.5-1.7).(2)随着年龄增长

,怒族男女在20-岁组到40-岁组体型均呈内因子值增大、外因子值减小的趋势;50岁以后内因子值减小,外因子值增大;中因子值,男性在50岁前增

大,50岁后减小,女性则一直增大.(3)男女间体型存在极显著性差异,女性中因子值、外因子值低于男性,而内因子值高于男性.(4)与其他群体相比

,怒族内因子值偏低,中因子值偏高,外因子值偏高或居中,与侗族体型最接近(男性SAD=0.46;女性SAD=0.36),与布依族和仡佬族较为接近.

10.期刊论文 舒丽丽.刘娴贤.SHU Li-li.LIU Xian-xian 查腊:和谐共居的胜境——怒族社会中的多元宗教文

化研究 -怀化学院学报2006,25(7)
    云南省贡山县丙中洛乡查腊自然村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怒族社区.在这里,多种宗教长期并存,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和睦共融的历史过

程.而这一历史过程更是突出地展现了外来宗教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相尊相容性".多种宗教长期并存构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形成查

腊社区的多元宗教文化.多元的宗教文化改变了这一民族社区的信仰状况,并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对多元宗教文化与民族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

进行探讨,总结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文化已经被整合、嵌入整个民族文化体系之中,并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引证文献(2条)

1.高志英 多元宗教与社会和谐——云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发展问题调查研究[期刊论文]-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8(3)

2.高志英 多元宗教与社会和谐——云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发展问题调查研究[期刊论文]-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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